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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之一。，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，它 ¨

-依存于社会经济基础并为其服务。工商行政管理渊源长久，在社会主

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，留下了深刻的

启示和思索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。工商行政管理作为综

合性的经济监督管理部门和行政执法机关，为保护合法经营，制止非

法活动，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，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

义市场体系的形成，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同时，工商行政管理理论

也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现阶段、

的工商行政管理一方面是新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，另一方面

，’又是我国几十年工商行政管理历史经验的沉积，是现实与历史的结合。

今天是昨天的继续，今天是明天的历史。历史回答了过去，历史将展

示未桌。修一部《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志》，对总结过去的经验，服务

现代管理，指导未来实践，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。 ，，

4

本志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，以《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

’题的决议》为基本准绳，采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

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，运用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，突出记述了工商行

政管理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、主要任务和方法，大体分为

五个阶段：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，工商行政管理参与没收官僚资本，加

强金融和市场管理，实现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、限制和改造，恢

复和发展国民经济，巩固上层建筑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史实；②

社会主义改造时期，工商行政管理在贯彻维护党和国家的统购统销政·‘

策，改造批发商，实现对资本主义、个体、，农业、手工业和小商小贩

的社会主义改造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领导力量的作用；③社会’
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“十年"建设时期，工商行政管理在开展“三管、‘

一打"，即集贸市场的管理、企业登记管理、商标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

活动方面的工作职能；④“文革"时期，工商行政管理受到冲击，机

构被撤销，职能被削弱，工作仅剩“一管一打"，即管理农村集市贸易
‘～



‘和打击市场上的投机倒把活动，对这段历史，进行了如实记述；⑤党

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工商行政管理贯彻改革、开放、搞活的方针，

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以强化管理为轴心，全面开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

新局面的情况。

总之，本志以较详尽的史实，再现了36年来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

工作兴旺、衰退、再振兴的历史，展示了工商行政管理伴随改革开放

这个主旋律所走过的坚实足迹。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，本志将为我们

今后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提供方方面面的经验和教-bwI，以便我们从历

史的进程中去探索工商行政管理规律，从中获取效益和力量。

《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志》的编纂以年月为经，以职能为纬，经纬

相交，纵横贯通，全书脉络清楚，线条明晰，在编写过程中，尊重历

史，注重事实，用史料说话，述而不议。通篇以文为主，辅以大量图

表，可以说是图文并茂，是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较为完整的专业

史料。

黄石市编纂《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志》还是首次，且黄石市工商

行政管理机构几经撤并，‘人事更迭频繁，资料残缺不全。然而编纂人

员并没有惧怕困难，以刻苦、耐心、细致、求实的精神，从内到外查

阅抄录了大量的资料。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的指导下，历经两

载，一从推出《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志》初稿到经过广泛征求意见，反

复修改，终于胜利完成了此项任务。对此，我表示衷心的祝贺!

《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志》是一部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史实记录，

是一次系统性的历史回顾和总结，是广大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者解放思

想、探索发展、完善管理、创新改革的光荣历史。

胡承运

1989年12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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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志主要论述建国30多年来的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，-在

党和政府领导下，行使国家的行政经济监督管理职能，促进城市经济
j

建设方面的发展情况及其地位和作用，坚持政策性、资料性和实践性

：。 相统一。旨在总结过去，服务当前，得益未来。

．二、本志时间断限：上限为1949年，下限为1985年，个别章节

略有上溯或下延。黄石市工商管理机构及市场分布图为1989年8月

制。 ．
．

三、、本志坚持史料翔实，述而不议，寓褒贬于资料之中。一

四、本志记述范围，限于黄石市内现行辖区设有工商行政管理机

构范围的记入(大冶县工商行政管理史料已入县志，故未入本志)。

‘五、本志对机构名称的记述：务求客观反映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

工作发展情况，注重反映事实，按工商科、工商局、一工商管理局、工

商行政管理局等名称(按时期的不同)如实记载。 、。

六、本志以文为主，图表为辅。鉴于机构几度演变，’原始资料和

历史图片不全，图表虽多，但不统一，为力求各类数据的准确性，除

采用专业统计部门的数据外，均以黄石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资料数据
为准。 ．t

。

，
j

七、本志依据“生不宣传"和记事不记人的原则，不设人物章节

和英模录。历年先进集体单位由于资料不全，亦未收入。’

八、本志资料具有一定程度的保密性，其中涉及到历史运动的人

和事，查处经济案件的政策执行情况及统计资料等，没有详细记述。

九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黄石市工商局档案室和黄石市档案馆，并
。

从湖北省档案馆、鄂西自治州档案馆摘录了有关资料。
i 十、机构沿革(人事更迭)中的历任职务名录的“至今"即指志

书下限的1985年。
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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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． 黄石市地处长江中游南岸，幕阜山系北侧江南丘陵地带。西北临

鄂城、武昌，西南接于成宁、阳新，东北与浠水、蕲春隔江相望。溯

江而上至湖北省省会武汉市143公里。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湖泊位

于其间，境内群山起伏，纵横百里。黄石市由大冶县、黄石港、石灰

窑、下陆、铁山一县四区组成，其山地面积67．8平方公里，占黄石市

区总面积的43．．74％。

历史上黄石由道士湫、石灰窑、黄石港三部分组成。早在古代就

已形成集镇。道士湫位于市区东面西塞山下：古名“楚雄镇”，唐代易

名“士复(湫)镇"，今称“道士i伏"。黄石港位于黄石市区西面，古

因有港西流2公里，入华(花)家湖，与大冶保安湖、鄂城梁子湖相

通称之为“黄石矾”，现名黄石港。位于黄石市中的古瑶山，因居这里

的人历代多以烧石灰为生，故得名石灰窑。道士j伏、石灰窑、黄石港

沿长江联成一体，昔称“三十里地一条街”。商业颇为繁荣，为鄂东南

诸县农产品集散地之一。自宋代以来，属大冶县疆域，清末民初，大

冶县在道士『伏镇设巡检司，派有县佐治理，1948年石灰窑、黄石港合

为石黄镇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为工矿特区，隶属大冶专员

公署，1950年8月成立湖北省省辖黄石市。

黄石市属亚热带气候。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环境，黄石矿藏

丰富，分布比较集中，已探明的矿藏有50多种，铜、铁、煤等的储量

较大。初步探明，铁矿储量59200万吨；铜矿储量365万吨；煤炭储

量7 588万吨；硅灰石为全国稀缺矿种，初步探明储量有180万吨，为

全国著名的矿冶基地之一。

黄石采矿、冶炼、建材工业历史悠久。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各个朝

代，我们的先辈就在铜录山、铁山采矿、炼铜、炼铁、铸造生产工具

和兵器。炉火延续不断。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0年组织洋矿师勘

明铁矿储量及品位，开始兴办大冶铁矿，修建铁山通往黄石港、石灰
·4 o



窑的铁路。1897年清大臣李鸿章派盛宣怀办大冶铁矿，先后在下倍、石
‘ 灰窑设化铁炉和机器坊，并将大冶铁矿、汉阳铁厂、江西萍乡煤矿合

·并，组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——汉冶萍煤铁厂矿公

司。随着采矿冶炼工业的发展，清末民初，一些官僚买办和民族资本 ．

’， 家，相继来黄石开采煤矿，兴办水泥厂、发电厂，到1949年黄石已拥
、

有华中钢铁公司(原汉冶萍公司，今大冶钢厂)、华新水泥厂(原华记
， ，水泥公司)、源华煤矿(原源华煤矿公司)、大冶铁矿、鄂南电农有限

公司大冶电厂(今黄石电厂)等5大厂矿和48个作坊∥， 一．． ，

农作物主要有：水稻、小麦、棉花、红薯、油莱、芝麻，茶叶、苎

麻、烟草、药材等，其中大冶河口公社的苎麻，品质优良，早已闻名

．。--t-世-· 一 t

。 ．，

”

黄石矿产资源丰富，早巳为帝国主义列强所垂涎，它们趁旧政权 j。’

的腐败无能，进行疯狂的掠夺，仅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黄石期间就从，．，7
．。‘ 大冶铁矿抢走矿石500万余吨。解放前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官僚买办的

．扼杀下，黄石的工矿企业已濒临停产倒闭状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黄石

’．? 的工矿企业才得以充分开发和迅速发展，1982年几种主要产品的产量 、

占全国全省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：粗铜约占全国25％、铁矿石占湖北
。

省67．8％、钢占湖北省15．6％、钢材占湖北省16．1％、水泥占湖北省

31．98％、原煤占湖北省24．94％。
、

．

、一

、、 刚解放时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就是围绕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

的，对私营商业实行利用、限制、改造一的原则进行的。具体地说：就

是稳定市场物价，’打击投机倒把。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领导，组
，‘

织活跃城乡内外的物资交流，以保证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。

1953年，我国经济建设转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。我们党提出了
，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：。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，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

义工业化，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

义改造。"这个时期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任务是：调整工商业，配合有
’

关部门开展。三反”、。五反"运动，贯彻统购统销政策，稳定物价；活

+跃交流，维护社会主义统一市场，维护国家计划，取缔投机违法活动，

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发展。为促进社会主义，实现农业、手工业和资本。

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服务‘

1959年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，黄石市关闭城乡市场，流通渠道堵‘

塞，工商管理被削弱，人员被精减，工商管理工作一度陷于瘫痪，繁



荣活跃的市场变得萧条冷落。
． 1961年，党中央提出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以后，恢

复了城乡集市贸易和社员家庭副业，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得到了充实。这·
个时期除了管理城乡集市贸易，打击投机倒把，企业登记，商标注册

外，还增加了对合作商店、组的管理，并提出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

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，是阶级斗争的工具。
’

1966年，“文化大革命"开始，在极“左”路线的影响下，人民思

想、政策都被搞乱了，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名存实亡。工商行政管理工

作由“打办"(即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)和专政指挥部代替。当时的

“宁左勿右”、。宁严勿宽一越左越革命的极左行为，把黄石经济搞得死

气沉沉。 一

÷

．

r 1978年12月，中共党西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国实现了以“计

划经济为主、市场调节为辅”的方针和对外开放、对内搞活的经济政

策。黄石在党的方针路线指引下，把整个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

上来，发展了多种经济形式、多种经营方式、多种流通渠道的经济体

制，使黄石这个重工业结构的城市开始发生了变化，经济出现了空前

繁荣活跃的景象。这个时期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也逐步健全和完

善。首先是由原来市场管理委员会成立了工商行政管理局。各区成立

工商行政管理分局，随后相继成立个体劳动者协会、消费者协会、经

济合同仲裁委员会、经济合同管理科等工商行政管理机构。工商行政

管理基本指导思想是：保护改革、支持生产、活跃流通、协调关系、保

护合法经营、制止非法活动。其主要工作是企业登记管理、市场管理、

个体经济管理、商标管理、广告管理、经济合同管理、打击投机倒把

等“六管一打"工作，围绕着党的“调整、改革、整顿、提高”的方

针和对外开放、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，加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管理、维

护国家计划、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、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和个体劳动
者的正当权益。

·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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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，‘机构沿革
， ：、 '_

‘

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系市人民政府经济监督管理部门，又是工商行政执法

机关，业务上受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指导，下设有区、县局和直属所、站、队．
从1949年11月以来，组织机构几经演变i人事不断更迭，办公地点多次变迁，

1975年局机关设在黄石大道323号(于1 989年迁至黄石市府延伸路新大楼)。。
’

。．

‘

．：一|。‘ 第一节行政机构 ‘．*

1949年5月15日，黄石解放，石黄工矿特区成立，隶属大冶专员公署．同年 ·

11月14日，成立石黄工矿特区人民政府工商科，胡国贤任科长，边书台任副科长。

设立工商、调查、商政三股(编制12人)．下辖石黄工矿特区贸易商店，下设有
百货、贸易、粮食3个门市部，定员27人． ．

1950年8月．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．改石黄工矿特区为湖北省省辖黄
。

石市，黄石市人民政府成立后，原工商科改名为黄石市人民政府工商局，局长胡
国贤。办公地点位于今上窑和平街口。设有行政、会计、业务、保运四股和黄石
港工商事务所。下辖百货、贸易、粮食3公司．经营网点12个，从业人员146人。

1951年8月胡国贤局长离任．由周华卿任黄石市工商局局长．同年又增设有

中国花纱布公司黄石办事处、中国盐业公司黄石分销处，国营网点增加到23个。
职工人数增至225人。1 。

1952年6月，粮食公司从黄石市工商局划出，成立黄石市粮食支公司。直属
黄石市政府领导，1953年11月改为粮食局。

’、1953年赵洪才调任黄石工商局副局长．工商局设有人事、行政、业务、计划、 、

秘书5个科．下辖有百货、贸易、花纱布、专卖、油脂、煤建、建材等公司和盐
业批发处、石油供应站，职工人数683人。

1954年黄石市工商局行政编制增至24人(另配有通讯员、炊事员各1名)，并

按地区设有工商事务所，蒋瑞麟调任黄石市工商局副局长。
、

1955年黄石市工商局机构人员重新进行了调整，赵洪才任第一副局长．蒋瑞
麟任第二副局长，张世显任工商局副局长，增设政治工作办公室、团总支、合作

科，下属12个公司，职工人数共有1 240人．黄石市人民政府决定，将黄石市消

费合作社联合社并入黄石市工商管理局，全市国营、合作商业统一归口领导I局
内设合作科．具体指导全市各消费合作社的工作。’

1956年3月8日，黄石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国合分工的原则。批准黄石市
工商管理局成立黄石市供销合作社．3月21日，黄石市人民委员会通知，黄石市

·1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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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管理局改名为黄石市商业局，工商管理工作由商业局的一个科来办理。工商
企业归口由各主管局管理．

1957年2月，为加强市场管理，取缔无证商贩，成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，黄
石市人民委员会颁布了《市场管理条例》，恢复了办理登记制度。

1957年7月4日．全市进行机构调整。黄石市商业局分出服务局、工商行政

管理工作由商业局主管。1958年4月，将商业局、服务局、供销合作社合并为黄
石市商业局，工商行政管理仍为商业局的一个科，这个科先称市场物价科，后改

为市场科，最后又改为工商科，x,-J'#l-称局，并挂出了工商管理局牌子。工商行政
管理工作由商业局1名副局长分管。下辖大冶县工商科和黄石市区5个工商科

(大冶县建制于1950年撤消归并市管)。石灰窑工商科编制4人。黄石港工商科编
制4人，黄思湾工商科编制3人，黄石下陆区工商科编制3人，铁山区工商科编

制3人．黄石市商业局工商f,,l-(按地区划片)，下设四个。对私改造小组一(内称
市场管理小组)。即石灰窑、市中心、黄石港、铁山下陆。对私改造小组”，1959。

-'-'1966年，“对私改造小组”下到黄石市区各人民公社办公，受公社和黄石市商业

局的双重领导。一直延续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。 ’

1961年9月1日，黄石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．活
跃城乡经济的暂行办法》(草稿)，并决定成立“黄石市市场管理委员会”，由各有

关单位10人组成，黄石市副市长柴森兼任主任．赵洪才任副主任(大冶县于1962

年7月1日起又恢复县建制)。
1963年黄石市商业局对所属工商管理科人员定编，定员21人，其中工商管理

科编制7人，驻各公社14人(属局编制8个．由商业局支付工资费用)。
1965年黄石市商业局根据精减机构的精神，对工商管理科编制定员15人(X-

中科长1人、办事员4人、市管员10人)．临时市场管理员10人。
1966年黄石市市场管理委员会。为了加强市场管理，在黄石市城区6个人民

公社和下陆区成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。在30个居委会聘请了95名义务市管员。

10月3日．根据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，只
能加强，不能削弱的通知精神，黄石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单独设立工商行政管理局。

下设两科一室：即市场管理科、对私改造科、办公室．黄石市市区各公社设立财

贸科，统一管理市场和对私改造工作，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全局编制50人。由
于_文化大革命”．各组织机构相继瘫痪。1967年初．为适应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，

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了。抓革命、促生产一委员会。
1968年1月17日，成立“黄石市革命领导小组”，由王克己等5人组成。

1969年7月8日．黄石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“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”，黄石

市区各公社为了与黄石市“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”对口，也相应成立了“打击投
机倒把办公室”．负责处理一般投机倒把问题。

1979年4月，黄石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原黄石市商业局、工商行政管理局、供

销合作社三家合并成立。黄石市革命委员会商业局”。至此结束了近4年黄石工商 ，

行政管理局单独设立的历史。同年12月26日。黄石市革命委员会又决定成立

。黄石市革命委员会市场管理委员会”，同时撤销原“黄石市革命委员会打击投机

倒把办公室”，黄石市区各公社均照此办理。有关工商行政管理工作，由黄石市商
·2·



业局市场管理科办理，对外挂牌是。黄石市革命委员会市场管理委员会一。1957,'--,

1974年任市场管理科科长的是花国清、何庆海、王克己、周其宏，任副科长的是
．王延根、马积民、张荫翘、黄汉卿、何元荪、李悠雄。

i‘ 1971年5月3日，黄石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市场管理委员会设在黄石市商业

局。内设市场管理组，下辖7个城区公社市场管理委员会。行政定编25人。李悠
雄任黄石市场管理组副组长。

。 1972年12月25日，黄石市革命委员会决定，恢复_黄石市革命委员会市场

管理委员会”。成员由贺言生、车文夫、梁成文、孙岱远、袁祥高、赵洪才、姜书

福等7同志组成。贺盲生任主任委员，孙岱远、姜书福任副主任委员，下设办公
i，．～室。姜书福任办公室主任。共配备市管人员25人，直至1975年从商业局划开。

1975年5月2日，黄石市革命委员会根据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文件精神，将
。黄石市市场管理委员会”改名为“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"。单独设立机构，与

商业局分开办公，隶属黄石市革命委员会领导。人员也同时得到了充实，编制25
人，实有34人。下设两科一室s即市场管理科、工商科、办公室。办公地址设在

黄石大道323号．全市7个区，‘每区设置一个工商行政管理所。即黄石港、胜阳
港、陈家湾、石灰窑、黄思湾、下陆、铁山工商行政管理所，直属黄石市工行政

管理局领导。毛金刚、金文鼎为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。7个工商行政管理

所的负责人是：黄石港工商所所长卢吉贵、副所长杜桂荣，胜阳港工商所所长杨
’

海盛、副所长朱成权，陈家湾工商所副所长张贵I黄思湾工商所副所长邵炎清I石
灰窑工商所副所长朱洪飞I下陆工商所所长刘正生、副所长严代文，铁山工商所

所长黄重阳、副所长陈阳鹤。 1．

一

。

1976年以后，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逐渐恢复．人员也有所增强，特别是

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实行对外开放。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，黄石市
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构都相继开展正常工作，人员有所增加．各项业务工作逐步

全面开展．其监督管理社会经济的职能已列入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。
1979年11月，经黄石市革命委员会批准，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又增设了经

济合同管理科，成为三科一室，共有职工52人。局领导由原2人又先后增加娄季

珍、刘克昌2名副局长。 ，

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，行政机构进行调整，1980年4月。黄石市城区将原7

个区合并为4个大区，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辖的7个工商行政管理所，也随

．
之按行政区划合并为4个所，即黄石港、胜阳港两个工商所合并为黄石港工商所，

陈家湾、石灰窑、黄思湾3个工商所合并为石灰窑工商所I下陆、铁山两个所仍
未变动。这4个工商行政管理所均为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派出机构．列为国

家事业编制。经调整后的工商所负责人是：黄石港工商所所长卢吉贵、张嗣友、副

所长吕鹏翱、朱成权、杜桂荣、魏岚臣I石灰窑工商所所长杨海盛、副所长邵炎
清、张贵、朱洪飞。

1983年12月黄石市委对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，原
领导成员毛金刚为顾问，金文鼎、张修贵为调研员(退居二线)，由胡承运任局长，

李建元、蔡明秋任副局长．

1984年1月．经黄石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仲
·3。



裁委员会，由李建元等7人组成．负责经济合同纠纷案件的调解和仲裁工作．
1984年7月．黄石市委、黄石市政府批转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《城市区

(郊区)，机构改革方案的报告>，同意各区成立工商行政管理分局，下设科室和市

场管理所负责辖区内农副产品市场和区属企业及个体户的登记管理I承办核转商
标注册等有关手续I查办经济违法和投机倒把案件，各区分局组织机构和人员编

制隶属区政府，业务受市局和区政府双重领导，独立行使职能，全面开展工商行
政管理工作。

与此同时，为适应改革的需要，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内部机构也进行了调

整，将原工商科撤销重新组合为一企业登记管理科、个体经济管理科、商标管理
科、广告管理科、市场管理科重新组合为；市场管理科和经济检查科，加上原有

的经济合同管理科、局办公室．统为“六科一室”．同时。还先后成立了农副产品
‘中心集贸市场管理所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管理所，地址分别在黄石市劳动路和黄

石市上窑轮渡码头西侧，还成立了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水陆检查站(科级)。地
址先设于黄石市大轮13号码头，后移址黄石市湖滨路工商宿舍处，负责全市经济

检查和查处投机倒把案件。直属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导。所站负责人是；农

副产品中心集贸市场管理所所长张嗣友、江清河、协理员张贵I农副产品批发市
场管理所所长张荣生、副所长胡正谱I水陆检查站站长刘芝学、副站长谢卫华。全
局六所一站，干部职工已增至118人。

为安置本系统待业及社会闲散人员，1984年11月7日，黄石市劳动人事局下
文，同意成立“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劳动服务公司”(科级)．1985年9月24日，

经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发照，正式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经
济实体。

1985年3月～1985年7月，根据黄石市政府的文件精神，经过近1年时间的

筹备，4个城区先后成立了工商行政管理分局，同时撤销原下属4个区工商行政管
理所，并将人财物全部移交各区，业务受市局领导。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灰

窑区分局于1985年3月7日正式成立，下设四科一室和3个工商行政管理所(按
地区划片设立的“股级”)．即市场、企业、个体、经检四科和办公室I三所指石

灰窑、陈家湾、：黄思湾工商所，编制共26人。黄石港区分局子1985年3月8日
成立，下设三科一室和二所，即黄石港、胜阳港工商行政管理所．人员编制共25

人。黄石市下陆区分局于1985年5月18日成立，下设四科一室三所，即老下陆、

新下陆、集贸市场管理所，编制共16人。黄石市铁山区分局于1985年7月19日
成立，下设三科一室二所，即铁山广场、盛洪卿市场管理所，编制共15人。

裹l—l 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历任正副局长名簟
’

机 构 职务 姓名 任 职 时 间
’

备 注

．工商行政管理局 副局长 l毛金刚l 1975年6月～1981年5月 兼党支部副书记

工商行政管理局 局长 l毛金刚l 1981年5月～1983年12月 兼党组书记

工商行政管理局 局长 胡承运 1983年12月～1985年9月 兼党组书记

兼党组副书记，1985工商行政管理局 局长 刘克昌 1985年9月～1985年12月
年11月党组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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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工商行政管理局 顾问 l毛金刚I 1983年12月一1985年12月

工商行政管理局 副局长 J金文鼎I 19．75年5月～1983年12月

工商行政管理局 调研员 I金文鼎I 1983年12～1985年12月

工商行政管理局 副局长 刘克昌 1978年7月"-'1983年2月 离职入校学习

工商行政管理局 副局长 娄季珍 1978年9月～1983年12月 兼党支部副书记

工商行政管理局 副局长’ 张修贵 1981年5月""1983年12月

工商行政管理局 剐局长 李建元 1981年12月至今

工商行政管理局 调研员 张修贵 1983年12月至今

工商行政管理局 剐局长 蔡明秋 1983年12月至今

裹1--2 黄石市工商局正副科级干部名录
(1949年11月"-一1956年)

姓名 职 务 任 职 时 问 备注

行政科副科长 1950年7月
李少文

行政股副股长 1949年11月～1950年6月

吴德璋 团总支书记 1952年

李申藩 团总支书记 1952"-1956年

刘先志 ．团总支副书记 1952年5月～1956年

团总支副书记 1952～1956年
” 王宗发

秘书科副科长 1954年1～3月

夏亚藩 计划科副科长 1953年3月"、'1956年

陈庚清 计划科科长 1953年1月

施自西 计划科副科长 1955"--1956年

杨国顺 合作科科长 1955年1月

武德诱 合作科副科长 1955～1956年 ·

何桂清 合作科副科长 1955～1956年

行政科科长 1953年3～9月
朱惠民

业务科科长 1953年9月"1956年

吴德璋 ．行政科副科长 1953年3月""1954年9月

梁中立 行政科副科长 1953年9月"'1956年

张荫翘 行政科副科长 1954年3月一"1956年

业务科副科长 1953年8月"-1954年2月
冯弼 秘书科副科长 1953年9月--'1954年2月

邹安顺 。 秘书科剐科长
’

1954年3月"-1955年1月

周群 秘书科科长 1955年1月

付崇萍 人事科副科长 1953年

申敏 人事科副科长 1953年3～8月

郑学惠 政治办公室秘书 1955年1月"-'1956年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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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衰l一3 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历任正副科长、所长名录，
，

机 构 职 务 姓 名 任 职 时 间 备注

办公室 主 任 方世文 1975年11月7日"-'1984年7月16日

办公室 主 任 许崇文 1984年7月16 El至今

办公室 副主任 朱文艳 1984年7月16日至今

办公室 副主任 胡家平 1984年7月16日至今

办公室 副主任 张松基 1985年4月23日至今

工商科 科 长 余传学 1976年2月～1984年7月16日

工商科 副科长 徐维顺 1979年12月"-'1980年4月24日

工商科 剐科长 钟有元 1981年7月14日～1980年4月24日

市场管理科 科 长 饶志刚 1975年11月7日～1984年7月16日

市场管理科 科 长 杨应华 1984年7月16 Et至今

市场管理科 副科长 张嗣友 1976年4月～1981年6月13日

市场管理科 副科长 扬丰文 1981年7月14日～1984年7月16日

市场管理科 副科长 杨应华 1982年5月13日～1984年7月16日

市场管理科 协理员 方世文 1984年7月6日至今

经济合同管理科 科 长 徐维顺 1981年7月14日～1985年12月

经济合同管理科 副科长 徐维顺 1980年4月24日"1981年7月14日

经济合同管理科 副科长 周汉镖 1984年7月16日～1985年4月23 El

经济合同管理科 协理员 钟有元． 1985年4月23 El至今

企业登记管理科 副科长 占晓明 1984年7月16日至今

企业登记管理科 协理员 余传学 1984年7月16日至今

个体经济管理科 科 长 周汉镖 1985年4月23日至今

个体经济管理科 副科长 钟有元 1984年7月16日"-'1985年t月23日

个体经济管理科 剐科长 操 信 1985年1月14日～1985年12月

经济检查科 科 长 饶志刚 1984年7月16日至今

经济检查科 副科长 金松柏 1984年10月16 El至今
’

经济检查科 协理员 杨丰文 1984年7月16日"-'1985年12月

商标广告管理科 副科长 魏岚臣 1984年7月16日至今

办公室
1985年1月9日～1985年12月黄石市个体劳动者协会 操 信

主 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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裹l一● 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区分局正、副局长名录

机 构 职 务 姓 名 任 职 时 问． 备 注

黄石港区工商分局 局 长 柯贤元 1985年3月至今 兼党支部书记

黄石港区工商分局 副局长 余文涛 1985年3月至今

黄石港区工商分局 剐局长 朱成权 1985年3月至今

石灰窑区工商分局 局 长 期一拜 1984年7月至今

石灰窑区工商分局 硼局长 朱洪飞 1985年3月至今 兼党支部书记

石灰窑区工商分局 剐局长 卢江帆， 1985年3月至今

下陆区工商分局 局 长 刘正生 1985年3月至今

下陆区工商分局 剐局长 严代文 1985年4月至今

铗山区工商分局 局 长 崔索雄 198,5年7月至今

饫山区工商分局 酎局长 陈阳鹤 1985年7月至今

．第二节党组织机构

1952年10月黄石市工商局开始建立党支部，书记周华卿，于1954年11月离

任，由蒋瑞麟任书记，任至1956年撤销工商局，成立商业局时止。
1954年黄石市工商局下属专卖、煤建、石油、黄石港社、食品、贸易、花纱

布、五金、百货等单位，成立了党支部。 ，

1966年10月．黄石市工商局单独设局后，并成立党支部，当时有21名党员，

设支部干事1人，由韩英泰负责支部工作，由于当时处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各

级党组织机构相继瘫痪，党支部的领导成员，亦未履行报批手续。 ，

1975年8月16日，经黄石市委批准。成立中共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支部委

员会，有2_10名党员。毛金刚任支部副书记．任至1981年5月24日。支部委员有
金文鼎、方世文、刘克昌、周冬汉。，

‘

1981年5月25日，经黄石市委批准成立中共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，原

支部委员会撤销，隶属黄石市委领导．当时有38名党员，设有机关、石灰窑、黄

石港、铁山4个党支部。下陆区因只有2名党员．其中1名预备党员，故未成立

党支部．工商局党组书记毛金刚(1981年s月25日""1983年12月26日)、胡承

运(1983年12月26日"'1985年9月16日)、刘克昌(1985年11月)f。副书记l

娄季珍(1981年5月25日"-'12月31日)、刘克昌(1985年9月16日～11月)．

党组成员金文鼎(1981年5月25日～1983年12月26日)、张修贵(1981年5月
25日"-'1983年12月26日)、刘克昌(1981年5月25日""1983年2月．24日)、李

建元(1981年12月22 13至今)、蔡明秋(1983年12月26 13至今)．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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